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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清源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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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 

污染影响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评价方法、评价内容及

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冶金、石化和化工行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后评价。其他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后评价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生物安全、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年 第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主要因污染物排放对环境产生污染和危害的建设项目。 

[来源：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年 第9号] 

3.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 

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稳定运行一定时期后，对其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

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并提出补救方案或改进措施。 

3.3  

环境敏感区 

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和对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的区域。 

3.4  

环境保护目标 

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区及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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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区域环境变化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环境功能区、污染源变化及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3.6  

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对比建设项目运行对各环境要素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和结论有

无重大漏项或者明显错误。 

4 基本原则 

4.1 环境影响后评价应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反映建设项目的实际环境影响，重点关注

产生的不利影响、不可逆影响和累积污染影响。 

4.2 环境影响后评价范围原则上与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致。可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工程实际影响情

况，结合现场调查对评价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4.3 环境影响后评价标准应采用现行生态环境标准，并满足现阶段环境管理要求。 

4.4 环境影响后评价方法应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以定量评价方法为主。 

5 工作程序 

5.1 阶段划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调查阶段、报告编制阶段，工作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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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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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准备阶段 

5.2.1 收集建设项目基础信息和资料，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文件，工程设计及相关文件，施

工期生态环境管理资料，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和台账记录等。 

5.2.2 制定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方案，确定评价范围、评价标准、评价内容和评价重点，明确拟采用

的评价技术手段和方法、任务分工、工作进度安排等。 

5.3 调查阶段 

5.3.1 调查项目建设及运行情况、环境保护措施、风险防范措施、环境保护目标等变化情况；调查主

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投诉情况等。 

5.3.2 充分收集和利用评价范围内项目建设及运行以来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资料，并对收集

的资料进行有效性、代表性分析；当现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补充开展现场调查和现场监测等工作，

现场监测按各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相关监测标准执行。 

5.4 报告编制阶段 

5.4.1 汇总、分析上述阶段收集调查的各类资料及相关数据，开展建设项目过程回顾、建设项目工程

评价、区域环境变化评价、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5.4.2 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明确环境影响后评价结论，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 

6 建设项目过程回顾 

6.1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6.1.1 回顾项目建设历程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关注工程内容、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设施

和措施、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实施情况，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的落实情况，

调查是否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现行环境管理要求。 

6.1.2 回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2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及环境管理要求措施落实回顾 

6.2.1 回顾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开展情况，调查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有关遗留问题

的整改、落实情况。 

6.2.2 回顾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2.3 调查建设项目根据环境管理要求进行的提标改造等落实情况。 

6.2.4 调查建设项目碳排放情况。 

6.3 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情况回顾 

6.3.1 回顾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文件中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排污许可证申领和执行情况，调查环

境信息公开落实情况。 

6.3.2 回顾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文件、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排污许可证和自行监测方案等文

件中要求的环境监测计划的落实情况等。 

6.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及环保投诉处理情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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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回顾建设项目突发性环境事件发生及应急处置情况。 

6.4.2 回顾环保投诉及处理情况。 

7 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7.1 基本情况 

7.1.1 说明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生产工艺、原辅材料、总平面布置、主要依托工程

等，给出工程总投资与环境保护投资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7.1.2 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文件、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文件发生变

动的，应予以说明。 

7.2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7.2.1 结合项目工程内容和区域环境特征，识别项目污染源类型、排放方式、排放规律、排放因子等。 

7.2.2 结合项目建设及运行以来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资料，给出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排

放浓度、排放特性、治理措施及达标情况等。 

8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 

8.1 环境保护目标变化 

给出评价范围内村庄、学校、医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保护目标分布，

并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对比，说明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的变化情况。 

8.2 环境功能区变化 

给出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要素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并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环境功能区划分对比，

说明评价范围内环境功能区变化情况。 

8.3 污染源变化 

8.3.1 给出评价范围内区域主要污染源分布及排放情况。 

8.3.2 详细调查建设项目污染源分布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并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

验收报告对比，说明建设项目污染源的变化情况。 

8.4 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 

8.4.1 大气环境 

8.4.1.1 收集项目所在区域主要气候和气象统计资料，分析项目区污染气象特征。 

8.4.1.2 收集和利用有效的环境空气监测资料，必要时按照 HJ2.2 开展环境空气现状补充监测，分析

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趋势。重点评价特征因子及超标因子变化情况，分析超标原因。 

8.4.2 地表水环境 

8.4.2.1 调查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系分布。项目有废水外排的，重点调查受纳河流水文特征。 

8.4.2.2 收集和利用有效的地表水监测资料，必要时按照 HJ2.3 开展一期地表水环境现状监测，分析

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重点评价特征因子及超标因子变化情况，分析超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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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地下水环境 

8.4.3.1 调查评价范围内主要含水层类型及其水文地质特征等。 

8.4.3.2 收集和利用有效的地下水监测资料，必要时按照 HJ610 开展一期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说明

评价范围内地下水水质现状，分析变化趋势，重点评价特征因子及超标因子变化情况，分析超标原因。 

8.4.4 土壤环境 

8.4.4.1 调查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土壤类型分布等资料。 

8.4.4.2 收集和利用有效的土壤监测资料，必要时按照 HJ964 开展土壤环境现状监测，说明评价范围

内土壤环境质量现状，分析土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重点评价特征因子及超标因子变化趋势，分析超标

原因。 

8.4.5 声环境与振动环境 

8.4.5.1 收集和利用现有的有效监测资料，分析评价范围内声环境质量及厂界噪声变化趋势。声环境

质量及厂界噪声存在超标情况时，分析超标原因。 

8.4.5.2 项目涉及到振动环境影响时，调查项目主要振动源与评价范围内振动环境保护目标位置关系，

收集和利用现有有效的环境振动监测资料，给出环境保护目标振级现状及变化趋势等，存在超标情况时，

分析超标原因。 

8.4.6 生态环境 

调查项目厂区及周边绿化、地面硬化、边坡治理等生态保护措施的现状。 

9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与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9.1 大气环境 

9.1.1 调查工程采取的废气污染治理措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根据大气污染源调查与监测结果评估措施

的有效性。 

9.1.2 结合评价范围内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项目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对比项目运行对大气环境

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无重大漏项或者明

显错误。 

9.1.3 当项目存在主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以上、废气排放方式变化（新增主要排放口、主要

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 及以上）以及新增特征污染物等情形时，宜按照 HJ 2.2 相关要求开展大气

环境影响预测验证，对比说明项目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变化情况。 

9.2 地表水环境 

9.2.1 调查项目采取的废水处理措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根据废水污染源调查与监测结果评估措施的有

效性。 

9.2.2 结合评价范围内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项目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对比项目运行对地表水

环境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无重大漏项

或者明显错误。 

9.2.3 当项目污水排放口位置或排放量发生较大变化，纳污河流水文情势发生较大变化或受纳水体功

能变化时，宜按照 HJ 2.3 相关要求开展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对比说明项目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变化

情况。 

9.3 地下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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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调查源头控制、过程阻断、分区防控、跟踪监测等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效果。根据地下

水水质监测结果验证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9.3.2 结合评价范围内地下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项目污染源变化情况，对比项目运行对地下水环境

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无重大漏项或者

明显错误。 

9.3.3 当项目地下水环境污染源及源强发生较大变化时，宜按照 HJ 610相关要求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

预测，对比说明项目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变化情况。 

9.4 土壤环境 

9.4.1 调查源头控制、过程阻断、分区防控、跟踪监测等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效果。 

9.4.2 结合评价范围内土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项目污染源排放变化情况，对比项目运行对土壤环境

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无重大漏项或者明

显错误。 

9.4.3 当项目土壤环境污染源及源强、污染途径发生较大变化时，宜按照 HJ 964相关要求开展土壤环

境影响预测，对比说明项目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变化情况。 

9.5 声环境与振动环境 

9.5.1 调查总图布置、噪声源及振动源控制、传播途径、跟踪监测等噪声及振动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

效果及其有效性。 

9.5.2 结合评价范围内声环境及振动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建设项目主要噪声源及振动源变化情况，对

比项目运行对声环境及振动环境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声环境及振

动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无重大漏项或者明显错误。 

9.6 环境风险 

9.6.1 调查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设、运行情况以及环境风险应急演练情况。 

9.6.2 调查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 

9.6.3 根据应急处置及应急监测资料，评估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性。当项目环境风险源、源强等发

生较大变化时，宜按照 HJ 169 开展环境风险预测评价工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提供技术依

据。 

9.7 其他环境要素 

9.7.1 根据固体废物实际产生量、综合利用和处置情况，评估综合利用与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重

点关注危险废物全过程污染防治措施有效性。 

9.7.2 调查绿化、地面硬化、边坡治理等生态环境恢复措施落实情况。 

10 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10.1 根据环境影响调查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和预测验证结果，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

结合后评价过程中发现的环境问题，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必要时对环境管理、跟踪监测

等进行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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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分析论证拟采取的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长期稳定运行和达

标排放的可靠性、满足排污许可要求的可行性。 

10.3 提出减污降碳协同改进措施及管理要求。 

10.4 给出环境保护补救方案或改进措施的实施进度安排、投资估算。 

11 报告编制 

汇总、分析各阶段评价成果，明确环境影响后评价结论，提出后续环境管理建议，编制环境影响后

评价报告。报告编制大纲参照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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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编制大纲 

A.1  总则 

A.1.1 评价目的与依据 

A.1.2 评价内容及评价范围 

A.1.3 评价标准 

A.1.4 评价重点 

A.2  建设项目过程回顾 

A.2.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回顾 

A.2.2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及环境管理要求措施落实回顾 

A.2.3 环境管理和监测情况回顾 

A.2.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及环保投诉处理情况回顾 

A.3  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A.3.1 基本情况 

A.3.2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A.4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 

A.4.1 环境保护目标变化 

A.4.2 环境功能区变化 

A.4.3 污染源变化 

A.4.4 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 

A.4.4.1 大气环境 

A.4.4.2 地表水环境 

A.4.4.3 地下水环境 

A.4.4.4 土壤环境 

A.4.4.5 声环境及振动环境 

A.4.4.6 生态环境 

A.5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与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A.5.1 大气环境 

A.5.2 地表水环境 

A.5.3 地下水环境 

A.5.4 土壤环境 

A.5.5 声环境及振动环境 

A.5.6 环境风险 

A.5.7 其他环境要素 

A.6  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A.6.1 大气环境 

A.6.2 地表水环境 

A.6.3 地下水环境 

A.6.4 土壤环境 

A.6.5 声环境及振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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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6 环境风险 

A.6.7 其他环境要素 

A.6.8 实施进度安排与投资估算 

A.7  环境影响后评价结论 

A.7.1 结论 

A.7.2 后续管理建议 

 


